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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孔乙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极度匮

乏，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供应，布票、

粮票、油票、肉票，没有票即使有钱也买

不到东西。兜里没有一分钱的我们经常光

顾供销社，不仅可以看看自己喜欢的文具

盒和小人书，而且还可以闻闻那令人垂涎

的各种味道，桃酥、饼干、糖果，甚至觉

得煤油味儿也特别好闻，没钱的日子这也

是我们的一种享受。

但我们总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愿望，

有时候为看到一本小人书，几个小伙伴分

工合作，装着购买，每人看几页，出来后

把故事拼接在一块，那小人书的大致内容

就知道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合伙购

买的办法满足需要，家里有限的几毛钱只

能让我们买必要的学习用品，诸如铁质的

文具盒和镀金笔尖的钢笔恐怕一辈子也买

不起。我们把买作业本的钱买成白光纸，

然后自己装订，自己画成横格本和方格

本，两人买一块儿橡皮，一分为二，几人

共用一把削笔刀，结余的几分钱一起买玻

璃球和小人书。女孩子们也如法炮制，她

们喜欢买头绳和橡皮筋。

那时供销社不仅可以买东西，还可

以卖骨头、破铜烂铁、猪毛猪鬃、鸡蛋药

材之类的东西。于是，我们便根据供销社

的需求，满世界找可以卖掉的东西，但往

往失望的时候更多。一次，牛蛋把家里的

火炉盖偷着卖给供销社，直到冬天才被家

里人发现，而那炉盖早已不知所踪。二豆

有次拿着剪刀钻进自家猪窝剪猪鬃，被他

爹发现后，打得半死不活。那时的孩子普

遍偷鸡蛋，害得母亲们每天不睡觉盯着鸡

屁股。

供销社外面是村庄里最热闹的地

方，没事儿的人们都喜欢蹲在供销社的墙

根下扎堆闲聊，上至天文地理、形势政

土默特旗供销社股票证


